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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治疗颈椎小关节紊乱康复的促进作用探讨

杨浩建
北京市密云区中医医院 北京 101500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针刺治疗在颈椎小关节紊乱康复过程中的促进作用，通过分析其理论基础、作用机制、临

床应用优势及潜在挑战，为颈椎小关节紊乱的非手术治疗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颈椎小关节紊乱作为一种常见的

颈部疼痛原因，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针刺治疗作为一种传统医学手段，近年来在缓解此类疼痛和促进康复方面

展现出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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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颈椎小关节紊乱，又称颈椎小关节错位或颈椎小关

节功能紊乱，是指颈椎关节因外力作用或长期不良姿势

导致关节位置异常，引起颈部疼痛、活动受限等症状。

传统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物理疗法等，而针刺治疗

作为一种非侵入性、副作用小的疗法，日益受到关注。

1 针刺治疗颈椎小关节紊乱的理论基础

中医学认为针刺治疗颈椎小关节紊乱是基于中医经

络理论，通过刺激特定穴位可调节气血流通，达到疏通

经络、缓解疼痛的目的。现代神经生物学研究表明，针

刺可激活神经系统，促进内啡肽等镇痛物质的释放，同

时调节肌肉紧张度，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2 针刺治疗颈椎小关节紊乱康复的作用机制

2.1  镇痛作用
针刺治疗颈椎小关节紊乱康复中展现出的镇痛作

用，其核心机制涉及对大脑内疼痛抑制系统的激活以及

对疼痛信号传递的有效调控。当针刺刺激应用于特定的

穴位时，这一刺激会通过神经末梢传递至脊髓，并进一

步上传至大脑皮层。这一过程中，针刺刺激被解读为一

种非伤害性的感觉输入，从而触发了大脑内的疼痛抑制

机制。研究表明，针刺刺激能够激活大脑中的内啡肽系

统，这是一种自然的镇痛物质，能够有效地减少疼痛信

号的传递和感知。同时，针刺还可能影响其他神经递质

和调质，如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等，这些物质在疼痛
调节中起着重要作用[1]。通过调节这些神经化学物质的释

放和活性，针刺能够进一步增强镇痛效果。

此外，针刺刺激还可能通过影响大脑的功能连接性

来减轻疼痛感。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神经影像
学技术显示，针刺刺激能够改变大脑疼痛相关区域的激

活模式，包括扣带回、岛叶和前额叶等区域[2]。这种改变

可能反映了大脑对疼痛信息的重新整合和处理，从而实

现了镇痛效果。在颈椎小关节紊乱的康复过程中，针刺

的镇痛作用不仅缓解了患者的疼痛症状，还有助于改善

患者的整体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

2.2  肌肉松弛
颈椎小关节紊乱常伴随颈椎周围肌肉的痉挛和紧

张，这不仅加剧了疼痛感，还阻碍了关节的正常复位。

针刺治疗通过精细调节肌肉紧张度，有效减轻这种肌肉

痉挛，为关节复位创造有利条件。针刺刺激能够作用于

肌肉组织，通过神经调节机制，影响肌肉的收缩和松弛

状态。

针刺可以激活肌肉中的感受器，通过神经传导至脊

髓和大脑，进而触发一系列神经生理反应。这些反应包

括抑制肌肉过度收缩的信号，促进肌肉放松，从而减轻

颈椎周围肌肉的痉挛状态。

此外，针刺治疗还能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增加肌

肉组织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供应。这有助于缓解肌肉因缺

氧或营养不足而产生的紧张和疼痛，进一步促进肌肉

的松弛。当肌肉放松后，颈椎小关节的受力状态得到改

善，有利于关节的复位和康复。

在针刺治疗过程中，选择合适的穴位和刺激强度是

关键。不同的穴位对应着不同的肌肉群和神经分布，因

此，准确选择穴位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调节肌肉紧张度。

同时，刺激强度的控制也至关重要，过强的刺激可能导

致肌肉过度收缩，而过弱的刺激则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

松弛效果。

2.3  促进炎症消退
颈椎小关节紊乱往往伴随着局部炎症反应，包括炎

症因子的释放和组织水肿等，这些炎症反应不仅加剧了

疼痛，还延缓了组织的修复进程。针刺治疗通过改善局

部微循环，加速炎症因子的清除，为组织修复创造有利

条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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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刺激能够作用于局部血管，促进血管扩张和血

流增加，从而改善微循环状态。这一过程中，针刺可能

通过神经调节机制，影响血管平滑肌的收缩和舒张，进

而实现血流的重新分布和增加。改善后的微循环有助于

携带更多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到达炎症区域，同时加速代

谢废物的排除，包括炎症因子和水肿液等。炎症因子的

清除是组织修复的关键步骤之一。

针刺治疗通过促进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加速炎症

因子的转运和清除，减少它们在局部组织的积聚。这不

仅有助于减轻炎症反应，还能为组织细胞的再生和修复

提供更有利的环境。此外，针刺还可能通过调节免疫系

统的功能，进一步促进炎症的消退和组织修复。研究表

明，针刺能够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和分布，调节炎症介

质的产生和释放，从而发挥抗炎和促修复的作用[4]。

3 针刺治疗颈椎小关节紊乱康复的临床应用优势

3.1  个性化治疗方案
针刺治疗颈椎小关节紊乱的一大临床应用优势在于

其能够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每位患者的具体症状、

病情严重程度以及体质状况均有所不同，因此，制定针

对性的治疗策略至关重要。

在针刺治疗中，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体征以及必

要的影像学检查，综合评估患者的病情。依据中医经络

理论和现代神经生物学知识，选择对应的穴位组合，以

达到整体调节的效果。

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制定还涉及针刺手法的选择。不

同的手法如提插、捻转等，可以产生不同的刺激强度和

效果。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选择最适合的手法进行

针刺，以确保治疗效果的最大化。

此外，个性化治疗方案还包括治疗频率和疗程的设

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对应的治疗计划，如每

周治疗次数、总疗程时长等，以确保治疗的连续性和有

效性[5]。通过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实施，针刺治疗能够更精

准地针对患者的具体症状，提高治疗效果，减少不必要

的治疗风险和副作用。同时，个性化的治疗策略还能够

增强患者对治疗的信心和依从性，促进康复进程的顺利

进行。

3.2  安全性高
在颈椎小关节紊乱的康复治疗中，安全性是患者和

医生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相较于手术治疗，针刺治疗

以其低风险和高安全性脱颖而出，成为患者更易接受的

治疗选择。

手术治疗颈椎小关节紊乱虽然有效，但往往伴随着

一系列潜在风险，如感染、出血、神经损伤等。这些风

险不仅增加了患者的身心负担，还可能影响治疗效果

和康复进程。相比之下，针刺治疗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疗

法，其操作过程无需切开皮肤或深入组织，因此显著降

低了感染和其他并发症的风险。

针刺治疗的安全性还体现在其温和的治疗方式上。

针刺刺激通过特定的穴位作用于身体，调节气血流通和

神经功能，而非直接对病变部位进行物理干预。这种方

式避免了手术治疗可能带来的剧烈创伤和痛苦，使得患

者在治疗过程中感到更加舒适和安心。

3.3  综合调理
针刺治疗颈椎小关节紊乱的另一显著优势在于其综

合调理的特性。这一疗法不仅仅局限于缓解疼痛这一表

面症状，而是能够深入调节患者的全身机能，从根源上

促进康复，提升整体的治疗效果。

颈椎小关节紊乱往往与身体的整体机能失衡密切相

关。针刺治疗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能够调节气血的流

通，平衡阴阳，从而改善身体的整体状况[6]。这种调节不

仅针对颈椎局部，还涉及全身的脏腑、经络和气血，有

助于恢复身体的自然平衡状态。在针刺治疗的过程中，

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状况，选择适合的穴位和刺

激方式。这些穴位可能分布在颈椎局部，也可能位于全

身的其他部位，如四肢、躯干或头部。通过刺激这些穴

位，针刺治疗能够调节身体的神经、循环、免疫等多个

系统，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

此外，针刺治疗还能够缓解颈椎小关节紊乱带来的

其他相关症状，如头痛、头晕、失眠等。这些症状往往

与颈椎的病理变化相互关联，通过针刺治疗的综合调

理，能够一并得到缓解，进一步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4 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4.1  标准化与规范化
针刺治疗作为一种传统而有效的中医疗法，在颈椎

小关节紊乱的康复中展现出独特的优势。然而，要实现

其更广泛的应用和更高的疗效认可，标准化与规范化成

为当前面临的重要挑战。

目前，针刺治疗在颈椎小关节紊乱的康复中，尚缺

乏统一、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不同医生可能根据各自的

经验和习惯进行治疗，导致治疗方法的多样性和不确定

性。这不仅影响了治疗效果的可比性，也给患者带来了

选择上的困扰。因此，制定和完善针刺治疗的标准操作

流程成为当务之急。

疗效评估是验证治疗方法有效性的关键环节。然

而，在针刺治疗领域，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疗效评估体

系。现有的评估方法多依赖于患者的主观感受和医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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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观察，缺乏客观、量化的评价指标。这使得针刺治

疗的疗效难以得到广泛认可和推广。

4.2  科学研究支持
尽管针刺治疗在临床实践中对颈椎小关节紊乱展现

出显著的疗效，但其疗效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这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该疗法的进一步推广和应用。因此，加强

科学研究支持，通过更多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来验证针刺

治疗的疗效机制，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颈椎小关节紊乱的发病机制涉及多个方面，包括颈

椎关节的解剖结构异常、肌肉痉挛、炎症反应等。针刺

治疗通过刺激特定穴位，可能通过调节神经传导、改善

局部血液循环、减轻炎症反应等多种途径发挥作用。这

些机制的具体作用路径和相互关系尚不完全清楚，需要

深入研究。

目前，关于针刺治疗颈椎小关节紊乱的实证研究虽

然不少，但高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一些研究可能存在

样本量不足、设计不严谨、评价指标单一等问题，导致

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受到影响[7]。因此，需要

开展更多设计科学、样本量大、评价指标全面的高质量

实证研究来验证针刺治疗的疗效机制。未来展望应加强

基础研究，通过分子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等基础研究手

段，深入探讨针刺治疗对颈椎小关节紊乱相关病理生理

过程的影响，揭示其疗效机制的科学依据。

4.3  跨学科合作
在应对颈椎小关节紊乱这一复杂疾病时，跨学科合

作显得尤为重要。加强中医与西医、康复医学等领域的

紧密合作，不仅能够整合各学科的优势资源，还能推动

综合治疗模式的发展。

中医与西医在理论基础、诊断方法、治疗手段等方

面各有千秋。通过跨学科合作，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如

中医的辨证施治与西医的精准医疗相结合，形成优势互

补。例如，在颈椎小关节紊乱的治疗中，中医可以运用

针灸、推拿等手法缓解肌肉紧张、改善局部微循环；而

西医则可以借助先进的影像学技术精确诊断病变部位，

必要时采用手术治疗。

跨学科合作的核心在于制定并实施综合治疗方案。针

对颈椎小关节紊乱的不同阶段和症状表现，中医、西医及

康复医学专家可以共同商讨，制定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

疗、手法治疗、康复锻炼在内的综合治疗方案。这种多学

科协同作战的模式，有助于全面提升治疗效果，加速患者

康复进程。跨学科合作还体现在科研领域。

中医与西医、康复医学等领域的专家可以联合开展

科研项目，共同探索颈椎小关节紊乱的发病机制、治疗

新方法和技术创新。通过科研合作，不仅可以推动相关

学科的发展，还能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多科学依据和技术

支持。

结语

针刺治疗作为一种传统而有效的疗法，在颈椎小关

节紊乱的康复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优势。其作用机制涉

及镇痛、肌肉松弛、促进炎症消退等多个方面，为患者

提供了安全、个性化的治疗选择。面对未来的挑战，应

不断探索和优化针刺治疗方案，加强科学研究，促进其

在现代医学体系中的融合与发展，为颈椎小关节紊乱患

者带来更好的康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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